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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公共使用的空间，包括除了私人空间外的一切非排他性空间。近两

年来，邳州市把开展公共空间治理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打开公共空间，直通群众心间，城乡

环境明显改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党群干群关系亲密和谐，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统

一的综合效益，高度契合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

公共空间治理“为什么治”

公有性是公共空间的特有属性，公共资源不能只为少数人享用。邳州找准党心民意共振的频点，引导

党员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公共空间治理的重大意义，加快形成共识、凝聚合力。

把公共空间治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衰落的根源在于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和现代

化大生产之间的冲突，集体经济组织对乡村调控能力弱化。通过公共空间治理，统筹推进土地规模经营，

可以提升村“两委”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履行土地所有权人职责。邳州设立 1 亿元乡村振兴专项基金，

引导激励镇村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系统化思维提升农村，优化农业生产要素供给，减少农业用工、减

少空闲土地，增加产业工人、增加土地收益，壮大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把公共空间治理作为直通人民群众的关键所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求党委政府直通人民群众，

公共空间乱象是群众心中的堵点，群众说“路堵心堵”“沟不通心不通”。2016年 9月，邳州“民声通”

平台涉及公共空间诉求占到总诉求量的 65％。打开公共空间成为畅通党群干群关系的关键，公共空间治理

成为大家共同的意愿。

把公共空间治理作为创新县域治理的路径探索。公序良俗失衡、公平正义不彰，根源在于公共空间里

公权力缺位、群众主体责任缺失。开展公共空间治理，着力解决影响公平、损害公正的不当得利问题，真

正让“公家管好公家的事”，有效唤醒群众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去年，与公共空间相关的

社会矛盾下降 78.7％，信访总量下降 26.3％，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把公共空间治理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载体。推动公权力全面介入公领域，推进基层组织向公

共空间延伸，实现社会治理全时空、无盲区、全覆盖。通过公共空间治理，解决了少数支部班子软、工作

状态差、战斗能力弱等问题，重塑村（居）“两委”权威，夯实了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

公共空间治理“治什么”

坚持问题导向，以“公私界限分明、干群责任明晰、集体经济壮大、社会共建共享”为目标，推进乡

村“村庄整洁、宅田界清、路通河畅、水清塘净、沟渠相连、阡陌相通、林网成格、集镇规整”；城市“街

道整洁卫生、市场经营有序、车辆入位停放、楼道畅通无阻”。

经济上重点治理公共收益流失。道路河流两侧，村庄空闲地、小区公用地等公共资源，变成少数人的



“私家领地”，大量公有资产流失，严重损害集体利益。根据治理前初步统计，全市农村近 3 万亩集体土

地被侵占，城区近 2万辆机动车占用公共空间任意停放，这些资源如果全部有偿使用将会是一笔很可观的

收入。

政治上重点治理公权力缺位。公权力没有全面介入公领域，社区的人没事干、小区的事没人干。农村

公共资源管理松散无序，村“两委”守着“金饭碗”没有饭吃，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能力严重弱化。

文化上重点治理公共责任缺失。占道经营、占地耕种等侵占公共空间行为，是少数群众文明素养和社

会公德缺失的现实反映。公共空间治理不仅在物质层面，还要通过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延伸，增强群众公

共责任意识，提升文明素质。

社会治理上重点厘清公众主体不明。公共空间疏于管理，公众产生流俗心理，公私不分，为争摊点、

争车位、争地边造成邻里关系紧张，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通过公共空间治理厘清公私权属，唤醒群

众的公共主体意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生态上重点治理公共环境恶化。垃圾乱扔、广告乱贴、车辆乱放、堆位乱摆、工地乱堆等不良现象，

直接影响生产生活环境。河道护坡乱耕乱种，农药、化肥流失导致水体肥化，秸杆、垃圾随意焚烧导致大

气污染，破坏生态系统。公共空间治理解决农业“小散乱”、乡村“脏乱穷”问题，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打

赢环保攻坚战的追切要求。

公共空间治理“怎么治”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声是最大的智库、民力是最大的依靠、民愿是最大的目标，只要唤醒群众“公”

的意识，就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运用“听讲干享”群众工作法，加强互动互通，推进共建共享。坚持听群众说，通过市委常委会集体

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全面深入调查城乡空间之乱，析“三农”积弱之弊，求乡村振兴之道。坚持向

群众讲，以群众熟悉的方式讲好政策、讲清决策、讲明程序、讲透是非，引导群众算清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五笔账”，深刻把握公共空间治理意义。坚持带群众干，党员干部佩戴党徽、亮明身份，带

头退出私占的资产资源，形成“干部做给党员看、党员跟着干部干；党员做给群众看，群众跟着党员干”

的良好局面。坚持让群众受益，还公共空间于公众，让公共收益由公众共享，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公共空间



治理带来的丰硕成果。

推行 95％民意社会治理新模式，凝聚共识合力，守护公平正义。公共空间治理之初，部分既得利益者

并不支持，甚至有抵触情绪。是得罪极少数，还是得罪绝大多数？要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能

怕触及极少数人的不当利益，治理中，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党委政府的公平公正“唤

醒”沉默的大多数，引导 95％的群众积极、主动、正确发声，及时回应和转化片面、恶意发声，让群众做

群众工作，让群众做我们的坚强后盾，引导执法机关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坚决反对极少数不当得利者，

维护最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赢得公权力 100％的权威，确保邳州上下意志统一、行动同向、步调一致。

深入开展“三新”主题实践，维护公序良俗，确立公共责任。推动公共空间治理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

面延伸，形成“养成新习惯、塑造新民风，共建新邳州”的生动局面，加快完善“门前三包”等责任制，

倡导契约精神，以强制入轨推动形成自律，自觉守护公共空间。把维护公序良俗、强化道德约束纳入村规

民约，弘扬社会正能量，用百姓身边的事、身边的人、身边的美德教化引导村民，积极向上向善向美。倡

导人人是营商环境、人人是发展平台、人人是社会主体的公共意识，打造邳州命运共同体。

构建投入、有偿、共享三项机制，形成良性循环、保障常态长效。建立分期投入机制，明确责任主体，

创新投入方式。市镇拿出一定资金启动公共空间治理，同时把涉农资金和清理出的公共资源结合起来、统

筹使用，充分放大各类资金杠杆效应。建立公共资源、公共空间有偿使用机制，让市场配置公共资源，从

而有效化解公共空间个人独享与社会共享的矛盾，推动公共资源保值增值，夯实长效治理资金保障。建立

公众共享机制，把共享作为公共空间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托公共空间大数据平合，厘清公共资源权

属，畅通监督反馈渠道，保障公共收益全部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努力让每一分钱都花在百姓身上。


